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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况

11..11工作面位置工作面位置、、设计长度及用途设计长度及用途

伯方煤矿位于高平市西北10km，现核定生产能

力210万吨/年，井田属于山西省沁水煤田高平矿区

王报井田的一部分，井田面积 27.5092km2。可采煤

层为3#、9#、15#，现主采3#煤层。

3117工作面位于伯方煤矿一盘区运输巷的右

侧，北于3116工作面相邻（已采）；南于3118工作面

相邻（已采）；西面为实体煤柱。工作面切眼宽 7m，

长180.5m。沿煤层底板掘进，地面标高＋695m～＋

770m，井下标高＋1101m～＋1157m，主要用途为满

足工作面设备安装需要。

11..22工作面顶底板情况工作面顶底板情况

综放面大断面切眼支护技术研究及应用

摘 要：随着综放设备的不断提升，要求综放工作面切眼断面越来越大，特殊条件下地压对巷

道支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我矿3117工作面开切眼已采用本方法支护，有效控制了顶板围岩的强烈

变形、断裂，保持了切眼顶板的稳定性，从而实现了综放工作面的安全、顺利安装，同时也改善了作

业环境，保证了安全生产，为本矿实现高产高效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
关键词：大断面切眼；截割工艺；支护技术

（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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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砂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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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砂岩

厚度（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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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3

3.83

埋深（m）

153.86

165.24

169.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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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：工作面地层综合柱状图

11..33工作面断面及施工条件工作面断面及施工条件

（1）切眼为矩形断面，其规格见下表：

（2）施工条件：采用EBZ100E掘进机割煤一次

成巷，刮板输送机、胶带输送机运煤。辅助运输安装

JD—11.4KW或 JD—25KW小绞车用于运料及设备。

2 切眼截割方法及支护

22..11切眼截割方法切眼截割方法

切 眼 断 面 为 7000mm，割 煤 顺 序 为 先 截 割

4000mm，后截割 3000m完成截割工作，截割后及时

进行支护，每次截割不得超过900mm。

22..22临时支护临时支护

（1）临时支护：采用前探梁和单体支柱相配合共

同完成。

（2）支护材料及规格

①前探梁：长 3500mm，直径 2.5英寸的钢管 4
根。

②钢圈的固定：通过螺孔紧固在巷道最前三排

永久支护锚杆上，从两侧帮上数第二根锚杆的外露

部位。

③施工 4000mm断面时 2根前探梁至于巷道最

前三排永久支护锚杆的2、4根上；施工3000mm断面

时2根前探梁至于巷道最前三排永久支护锚杆的7、
8根上。

（3）临时支护工艺、工序及要求

① 切 眼 断 面 7000mm，割 煤 顺 序 为 先 截 割

4000mm，后截割 3000m完成截割工作，掘进机截割

4000mm宽断面900mm后，使截割头落地，闭锁截割

部电机，断开掘进机上的电源开关和磁力启动器的

隔离开关，同时将截割头用专用皮带护套掩罩。操

作人员站在永久支护下，用不小于 2500mm长的长

柄工具处理干净顶、帮的活矸（煤），并进行敲帮问

巷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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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割轨迹示意图 （单位：mm）

3117工作面综合柱状图（642#钻孔）（1：2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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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。确保无问题后，迅速向前伸前探梁（前探梁采用

2根长3500mm，直径2.5英寸钢管，通过螺帽和特制

的钢圈悬吊于顶板上，钢圈通过螺孔紧固在巷道

最前三排永久支护上，从左侧帮上数第二根、第三

根锚杆的外露部位，组成前探梁位置。）达到排距

要求后，人员站在永久支护下，将金属网片及钢筋

托梁置于前探梁上并前移，使其距离一排永久支

护锚杆的距离达到排距要求后，将机组向前开，使

截割头在巷道正中托住钢筋托梁及网片接顶，同

时调整施工中线符合要求后，然后从靠近两侧帮

上数第二根锚杆附近各打一根单体支柱，退出并

闭锁机组，同时将截割头用专用皮带护套掩罩。

支护工站在永久支护下方，按钢筋托梁限定孔位，

同时打注两根顶锚杆，施工顺序严格执行从外向

里，先顶后帮的原则。截割 3000mm宽断面时临时

支护按照 4000mm宽断面临时支护方法执行。（钢

圈通过螺孔紧固在巷道最前三排永久支护上，从

右侧帮上数第二根、第三根锚杆的外露部位，组成

前探梁位置。）

②上前探梁时，不少于 5人，1人观察顶板并协

调指挥、2人顶起网和钢带、2人穿前探梁。

③加强顶板管理，发现顶板压力大、顶板离

层、有声响时，要立即停止作业，撤出工作面所有

人员，待顶板稳定后，由外向里加强支护后方可继

续施工。

④打顶锚杆时必须由外向里、由中间向两边，如

前探梁占据锚杆位置，可以先打起其它锚杆后，退出

前探梁再打剩余顶锚杆。

⑤当顶板严重不平、巷道开口无法使用前探梁

或其他原因未使用前探梁时，必须使用单体支柱进

行临时支护；煤头煤帮松软时，根据现场情况使用单

体支柱进行支护。

⑥工作面必须配备 4根单体支柱，支柱必须紧

跟掘进机。

22..33永久支护永久支护

（1）钢筋托梁（规格为3700mm×78mm）定为1#，
钢筋托梁（规格为 2850mm×78mm）定为 2#，具体工

艺如下：

切 眼 断 面 7000mm，割 煤 顺 序 为 先 截 割

4000mm，后截割 3000m完成截割工作，截割工艺为

首先从一帮开始截割 4000mm宽断面 900mm，然后

退出掘进机进行铺顶网（4.5m×1m）和1#钢筋托梁→
打注顶锚杆 1、2、3、4、5根和铺联左帮网及钢筋托

梁，打帮锚杆支护；支护好后再截割4000mm宽断面

900mm后，退出掘进机进行铺顶网（4.5m×1m）和 1#
钢筋托梁，打注顶锚杆1、2、3、4、5根和锚索2根→铺

联左帮网及钢筋托梁，打帮锚杆和锚索支护；支护完

毕后截割右帮的3000mm宽，截割够900mm排距后，

退出掘进机进行铺顶网（3.0m×1m），和2#钢筋托梁，

打注第 6、7、8、9根和联右帮网及钢筋托梁、打注帮

锚杆；支护后再截割右帮3000mm断面900mm，退出

掘进机进行铺顶网（3.0m×1m），和2#钢筋托梁，打注

顶锚杆6、7、8、9根和锚索1根→铺联右帮网及钢筋

托梁、打注帮锚杆；两个循环结束后，不移动掘进机，

再沿着右帮进行截割4000mm宽断面，依次进行，支

护工艺与以上相同。

（2）切眼顶板支护：锚网＋钢筋托梁＋锚索联合

支护

锚杆布置：排距900mm，间距850mm或450mm，每

临时支护布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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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9根，施工中，钢筋托梁上有两段纵筋定出锚杆位置。

锚杆规格：φ20×2200mm的高强度锚杆。锚杆

固定方式：树脂加长锚固，锚固长度1000mm。

锚杆安装角度：靠近巷帮顶板锚杆安设角度与

垂直方向成20°角，且距巷帮必须保证300mm，其余

与顶板垂直布置。

补强锚索每隔1800mm布置3根，第一根打在距

外帮1750mm的位置，第二根打在巷道正中，第三根

打在距里帮 1750mm的位置，达到排距要求后应及

时打注，严禁滞后。锚索长度为8500mm，其规格为

φ17.8×8500m 型，采用三卷树脂锚固剂，一卷为

CK2335，另两卷为Z2360，锚固长度1600mm。

1#钢筋托梁：采用φ14mm的钢筋焊接而成，全

宽78mm，长度3700mm。

2#钢筋托梁：采用φ14mm的钢筋焊接而成，全

宽78mm，长度2850mm。

菱形金属网：规格 4500mm×1000mm（网孔为

50×50 mm）和规格 3000mm×1000mm（网孔为 50×50
mm）两种，采用12#铁丝编制而成。

22..44切眼巷帮支护切眼巷帮支护

锚杆布置：排距 900mm，间距 850mm，每帮每排

布置3根。

锚杆规格：锚杆为MTS421φ18×1800mm胀套锚杆。

锚杆安装角度：靠近顶板的锚杆安设角度与水

平线成20°角，其余与巷道垂直。

钢筋托梁：采用φ14mm的钢筋焊接而成，全宽

78mm，长2300mm。

菱形金属网：规格 3000mm×1000mm（网孔为

50×50 mm），采用12#铁丝编制而成。

附：3117工作面切眼锚杆（索）支护布置图

22..55加强支护加强支护

滞后掘进机转载 15m 后及时在巷道 3.7m 与

2.85m钢筋托梁之间支设一点柱对巷道加强支护，

点柱规格为≮φ16cm圆木，排距为 900mm。如压力

明显较大，可视顶板情况缩小间排距。

3 结语

以往综放面切眼宽度为6.5m，工作面在安装设

备时，因受空间限制，不能满足设备的正常运输安

装，除影响安装时间外，还增加了一系列其它辅助性

工作。结合以往工作面实际情况，3117综放面 7m
切眼的顺利完成，实现了综放工作面支架等设备的

安全、顺利安装，满足了各方面要求，达到了矿井安

全高效生产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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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17工作面切眼锚杆（索）支护布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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